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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

安全

敬畏

体验

效率

一是通航产业投入是长期过程，井喷需求尚

未到出发点，资本拉动无法解决企业效益问题。

二是通航企业增长迅速，但大多处于亏损状

态，要建立成熟的盈利模式，必须在专业基础

上走多元化道路。

三是通航短途运输发展没有可借鉴的路径，

如何实现创新和整合，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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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浙江省舟山市就已推出岛际航空业务。

•2009年，民航局出台了《关于加快通用航空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

•2011年4月至2015年初，内蒙古获批在全境范围内推广短途运输试点成果。

•2014年4月，南航珠海直升机分公司获批执行穗澳通用航空包机飞行业务。

•2015年1月，民航局同意在新疆推广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试点经验。

•2015年9月，云南省获得了率先在西南地区开展通用航空短途运输的批复。

•2015年9月28日，民航局向全行业下发《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短途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短途运输

试点成果将进入加速推广阶段。

•现阶段，我国已被明确列为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试点及推广的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云南、广州、江西等

地区。

•2017年2月27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修改<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的决定》。

•2017年2月28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2017年8月28日，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到内蒙古自治区调研民航业公共运输航空与通用航空短途运输发展情况。

•2017年11月22日，民航局飞标司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通航企业和小型运输企业运行审定工作相关问题的通知》

。

•2017年12月18日，民航局发布《小型航空器实施135运行的简化程序》。

•2018年4月-6月，民航局副局长李健率调研组赴深圳和黑龙江开展通用航空发展状况调研。

•2018年6月11日，冯正霖局长在民航局召开月度安全运行形势分析会上指出，对于通航短途运输等总结试点经验

•201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要大力发展通航短途运输业务。

•2020年4月16日，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发布《通用航空短途运输管理暂行办法》《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管理暂行办法

》《通用航空企业年度报告规定》《通用航空术语解释》（征求意见稿）等四部规范性文件

一是国家政策层面持续发力给予支持

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通航运输发展正当时，发展机遇不容错过



二是短途运输市场参与热度持续高涨。

二是通航短途运输市场参与度持续高涨

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通航运输发展正当时，发展机遇不容错过



三是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持续发展空间

1.地面交通运输网络结构有待优化

                                          图1  2018年我国各省市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密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截止时间为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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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通航运输发展正当时，发展机遇不容错过



三是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提供持续空间

2.运输航空航线网络布局有待完善

图2  2010—2019年我国民航旅客周转量在总旅客周转量的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官网，截止时间为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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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通航运输发展正当时，发展机遇不容错过



三是 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提供持续空间

3.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发展路径急需创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方向的转变，迫切需要引入通用航空短途运输等新型的交通运输方式，

打破现有交通网络格局，通过在网络局部和边缘发生变革和突破，弥补和完善现有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构建一个适应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通航运输发展正当时，发展机遇不容错过



小机型 大密度

高客座 低票价

以连接机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或
相邻地区航段为保障对象,以日均1-2个往
返/环飞班次及合理低价作为服务标准

皮拉图斯PC-12飞机8座,相比塞
斯纳等其他通航机型舒适度高、高
原性能好，能同时符合高原及高高
原地区对试航机型增压舱、有效载
荷及起降跑道长度等要求。

确保航空运输服务航段客座率不
低于80%

以机场所在地区人均城镇居民月收入的
10%-20%作为票价参考范围

小机型+大密度+高客座+低票价

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北方快线运营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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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面向区域协调发展的通航短途运输网络布局结构层次

面向区域协调发展的通航短途运输网络化布局

基于通航半途运输区
域内部的网络布局

基于民航“干-支-通”
互联的网络布局

基于综合交通立体
联网的网络布局

基于区域经济融合
发展的网络布局

Ø 覆盖县级行政区域
Ø 有效盘活中小机场

闲置资源

Ø 提升中小城市基
础设施通达程度

Ø 缓解我国基础设
施通达程度不均
衡的问题

Ø 打造立体综合交
通网络体系

Ø 满足不同区域各
阶层对交通运输
基本服务的需求

Ø 达到一体化运作
的经济发展模式

Ø 推动形成优势互
补和协调发展的
区域经济新格局

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面向区域协调发展的通航短途运输网络布局结构层次



2.基于民航“干—支—通”
互联的网络布局

4.基于区域经济融合发
展的网络布局

3.基于综合交通立体联网
的网络布局

1.基于通航短途运输区域
内部的网络布局

通航短途运输具有天
然的基本航空服务属性，
可有效连接区域内通用机
场与支线机场，将航空运
输服务覆盖到县级行政区
域，打通区域内偏远县市
交通瓶颈。

民航“干-支-通”互
联的网络布局有利于提升
中小城市尤其是边远地区
的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可
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基础设
施通达程度不均衡的问题。

融入综合交通运输的
通航短途运输网络布局，
有利于综合交通立体联网
的实现，充分发挥交通基
础设施的空间整合功能，
满足不同区域各阶层对交
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的需
求。

便捷的短途运输网
络应创造条件改善区域
经济圈与其外部的交流，
从而加快区域内部的经
济循环，通过“涓流效
应”增强非中心城市经
济发展优势，推动形成
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的
区域经济新格局。

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面向区域协调发展的通航短途运输网络布局结构层次





01

02 03

04

01  瞄准目标市场
重点围绕呼包鄂榆城市群的布局进

行航线开拓，深度参与基本航空保障计
划，主要包括地广人稀类的地区、地形
复杂地面交通不便的地区、短途跨海飞
行的区域。

02  打造竞争优势
尽快建立大机队、全网络、高频次

飞行所需的核心运行能力。研究确定自
身发展策略和打造策略和成本优势。

03  协调扶持政策
积极协调推动政府部门制定和完善

产业扶持政策，促进通航短途运输的快
速发展。

04  加强资源整合
通过搭建平台促进企业合作，和龙

头企业加强合作，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
不断提高通航公司竞争力，实现推动区
域经济发展。

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北方快线发展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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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全区旅游总收入超过4651亿元，接待超过1.9亿人次

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内蒙古区域优势明显  旅游资源丰富   空中出行需求和旅游资源有待深化



轻资产
运行模式

精准
营销模式

市场化
人才机制

精细化
成本管控

提高
飞机周转率

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一）北方快线五大发展战略



抢抓民航局支持通用航空发展的政策机遇期，

依托股东资源，取得CCAR-135部、142部、147部资

质，打造“通勤航空生态产业链”，形成“鄂尔多

斯通航发展模式”。

依托鄂尔多斯机场T1航站楼，打造国内第一
个支线机场通航航站楼，构建“1+4”产业带动
模式输出：“1”即轻资产运营管理平台，“4”即人
才中心、运营中心、科普中心、服务中心，引领
通航发展。

通用航空社会化的发展实践（二）北方快线产业模式探索  通航运输+X 




